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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增加董事会人数，新华联文

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000620.

SZ，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股东及

监事会先后提议修订《公司章程》，均

未获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在此背景下，新华联监事会近日

决定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以审议

《公司章程》修订议案。与此前控股

股东提议的修订内容类似，该公司监

事会此次对《公司章程》的修订主要

涉及将董事会人数由9人增至11人，

监事会人数则由3—7人明确为3人。

“公司董事会未审议通过召集

股东大会的议案，并非部分董事不

同意增加董事会人数，而是建议暂

缓增加。”新华联方面回复《中国经

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董事会

与控股股东及监事会之间不存在较

大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增加董事会人

数要追溯至新华联重整时，去年相

关公司与新华联签订的《重整投资

协议》就曾有相应约定。重整完成

后，今年2月底新华联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对于近期控

股股东及监事会先后提出的相应提

案，新华联5名董事投出弃权票，这5

位董事均已在新华联任职多年，且

包括现任董事长马晨山在内，部分

董事还有原控股股东方任职经历。

谋求董事会扩容

今年9月以来，围绕《公司章程》

修订事项，新华联控股股东、监事会

及董事会等各方出现不同意见。

9月初，新华联发布公告称，公

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天象盈新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新

科技”）发来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提案函》，相应函件提议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修改《公司章程》提案。

具体来看，相应函件对《公司章

程》的修订内容主要涉及董事会及

监事会人数。其中，提案提议将公

司董事会人数由9名修改为11名，

监事会成员则由 3—7 人明确为 3

人。同时，删掉监事会“可以设副主

席”及相应条款。

针对相应提案，新华联董事会

于 9 月 15 日召开董事会，9 名董事

悉数出席。虽获4票赞成，但因5名

董事投出弃权票，相应提案未获董

事会审议通过。

从弃权理由来看，这 5 名董事

均未直接反对增加董事会人数，只

是提议暂缓执行，主要考虑涉及董

事会换届时间较短、再选容易引发

市场各类解读、避免影响现任董事

会治理等。

但相应说法显然未获新华联监

事会认可。上述董事会召开后不

久，该公司监事会再度向公司董事

会发函，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修订《公司章程》提案。

从函件来看，新华联监事会提议

对《公司章程》修订的内容与控股股东

提议内容类似，均涉及董事会及监事

会人数修改。此外，对于公司股东权

利、股东会职权、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

等，该公司监事会也提出更为细化的

修改意见。如增加条款明确，连续一

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要求查

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

不过，新华联监事会相应提议

也未获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9

月底，该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

会近日召开会议，会议审议未通过

《关于是否同意监事会提议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与上述控股

股东相应提案一样，此次董事会表

决结果也为4票赞成，5票弃权，董

事会此次将不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监事会提出的提案。

提议两度遭公司“老人”弃权 新华联董事会扩容方案难推

对于控股股东及公司监事会相

应提议，新华联董事会中投出弃权

票的5人均为现任董事，包括董事长

马晨山，董事杨云峰、苟永平、张建

及独立董事蒋赛，弃权理由也颇为

相似，均涉及董事会换届时间较短。

“董事会刚换届不足三个月，

再选容易引起市场的各类解读，应

该让本届董事会充分为公司服务

好，按业绩考核，并按年度工作考

虑各类人事安排和主要人员结构

调整。”对于上述两轮提议，马晨山

投出弃权票时表示，同意修改公司

章程，由于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时

间太短，建议在一个完整财务年度

后，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再进行董事

增补，具体时间请酌情考虑。

“目前议案再次提出调整时机

不合适，公司重整完成不足一年，

改选后的新的一届董事会履职仅

三个月，调整董事会将对董事会治

理和公司经营产生不确定影响。”

杨云峰也认为，公司今年 6 月底刚

通过充分酝酿产生新一届董事会，

目前董事会履职时间不到三个月，

董事会年度工作计划尚未全部实

施。此次议案仍需各方充分商讨，

建议在完整会计年度后再予讨论，

以免对现任董事会治理造成重大

影响。

其余3名董事也以类似理由投

出弃权票，且均表示不反对增加董

事会人数，但建议在今年年底或明

年年初再进行相应调整。

新华联董事会换届时间的确

不算长。重整完成后，新华联于今

年2月份正式宣布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披露信息显示，截至今年 2 月

份公告披露日，盈新科技已持有新

华联12亿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4%。同时，该公司原控股股东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华联控股”）持有的公司约11.75

亿股股票将用于清偿包括新华联

控股在内的6家公司债权人。截至

2 月底，新华联控股已不再持有公

司股份。由此，新华联的控股股东

变更为盈新科技，实际控制人由傅

军变更为王赓宇。

随后，新华联于今年 6 月份进

行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披露

信息显示，今年6月初，盈新科技提

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包括王赓

宇、马晨山、杨云峰、苟永平、褚峰、

张建等 6 人，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

人包括董克用、蒋赛、杨明等3人，

提名的监事候选人则为张杰、袁紫

葳两人。相应候选人悉数当选，同

时还选举孙丹为当届职工监事。

5名董事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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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昆明市轨道交通 4 号线

（地铁4号线）运营公司拖欠员工工

资、养老金等逾 2 亿元的事件引起

了社会的关注。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昆

明市轨道交通4号线项目采用土建

工程（A 部分）、设备及车辆（B 部

分）双PPP模式投资、建设和运营，

云南京建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京建轨道”）

负责B部分的投资、建设及30年全

线运营。

此次被曝拖欠员工工资的正是

云南京建轨道，公司第一大股东为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后者为北京城建集团旗下企业。

数据显示，2023 年，云南京建

轨道的营业收入达到了9.20亿元，

但是净利润却大幅下降，从2022年

的 1.98 亿元降至 2023 年的 1417.02

万元。

就为何会拖欠员工工资，将如

何解决，记者分别向云南京建轨道、

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以及北京城建方

面求证，云南京建轨道方面表示：

“目前已经不再拖欠，已经补齐了。”

然而，对于补齐的金额、时间节点等

具体问题，没有明确回复。其他两

家公司虽然取得了联系，但都未正

面回复记者提出的采访问题。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

部分，地铁虽然为城市带来高效和

便捷的出行方式，推动了城市发展，

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但其高昂的

建设成本和庞大的日常运营开销以

及受票价调控机制影响，使得地铁

系统长期面临盈利难题，这是业内

公认的一个挑战。

近期，昆明地铁 4 号线的运营

主体——云南京建轨道，因资金压

力而曝出已拖欠员工两个月薪资的

消息，这一事件再次将地铁运营的

困境置于公众视野之下。

资料显示，昆明市轨道交通4号

线项目是2015年9月29日纳入国家

财政部第二批PPP示范项目库的项

目，也是昆明市政府实施的第一批

PPP项目。项目采用土建工程（A部

分）、设备及车辆（B部分）双PPP模

式投资、建设和运营，2015年12月开

工建设，建设期5年，2020年9月23

日开通初期运营，特许经营期30年。

云南京建轨道负责昆明市轨道

交通 4 号线项目 B 部分的投资、建

设及30年全线运营。

该公司是昆明轨道交通四号线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政府出资代表，

股份占比14.2%）、北京城建设计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社会投资人，

股份占比 78.28%）、中铁电气化局

集团有限公司（社会投资人，股份占

比7.52%）共同出资于2017年12月

7 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控股），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

（PPP项目实施机构）为昆明市交通

运输局。

事件的起因是，昆明市公安局

城市轨道交通分局发送给云南京建

轨道的一份风险隐患提示函，该文

件显示，轨道分局在工作中发现，截

至2024年8月31日，云南京建轨道

已拖欠员工（2024年7月、8月）工资

2758.02万元，自2023年3月起暂缓

缴纳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企业年

金等，其中养老保险累计欠缴2401

人、欠缴金额7727.14万元，住房公

积金累计欠缴 2204 人、欠缴金额

7439.87 万元，企业年金累计欠缴

2030人、欠缴金额2757.64万元，合

计人工成本拖欠20849.86万元。

根据云南京建轨道发布的工商

年报数据，2018年，该公司养老、失

业等各类社会保险的总参保人数仅

为91人；而到了2019年，则攀升至

824人；2020年，参保人数进一步激

增至1913人。

到了2021年，云南京建轨道的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242人，而

养老和工伤等保险的参保人数虽略

低于失业保险，但是随后的两年，云

南京建轨道的各类社会保险参保人

数下降，2022 年、2023 年分别为

2276人、2160人。

不过，对于拖欠员工工资一

事，记者致电云南京建轨道人力资

源部，该部门工作人员称，目前已

经不再拖欠，“已经补齐了”，但是

具体问题不接受采访，要求记者联

系对外部门。

记者随后拨打了该公司党群

工作部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需要

向领导请示后再作答复，并留下了

记者电话。当天下午，云南京建轨

道党群部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因

无法核实记者身份，故暂时无法接

受采访。但在记者提供了相关证

件号码及其他身份信息后，工作人

员表示将进一步核实，并承诺确认

身份后会进行回复，但是截至发

稿，未收到公司就拖欠工资一事的

正式说明。

记者致电昆明市交通运输局，

其工作人员称，该事件由铁路和轨

道交通处负责，并给了铁路和轨道

交通处电话。但是铁路和轨道交通

处的工作人员称，目前无法接受采

访，但是也留了记者的电话，表示汇

报领导后联系记者。

曾拖欠工资

在云南京建轨道拖欠员工

工资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是整个昆明地铁的客运强度未

达到预期。

记者观察到，昆明市自2009

年启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以来，

实施两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和

一期调整规划，先后建设并开通

运营地铁1、2号线首期，1号线支

线，3 号线、4 号线、5 号线和 6 号

线，运营里程达到 165.85 公里、

车站103座（其中换乘站10座），

实现轨道交通对主城区、滇中新

区、呈贡新区的覆盖。

而昆明地铁4号线起于主城

区西北部，止于呈贡新城，途径6

个行政区，线路全长43.422公里，

共设车站29座，是昆明目前运营

里程最长、换乘最多的线路，构成

了昆明“米”字形轨道交通网络。

但是，昆明地铁 4 号线自开

通初期就因客流量较少而受到

网友的广泛关注。

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2年9月3日，也就是昆明地铁

4号线开通两周年之际，累计运送

乘客数量达到7877.63万人次，日

均客流量为10.94万人次，单日客

流量最高纪录为18.57万人次。

到了2023年4月29日，昆明

地铁 4 号线的客流量达到 26.82

万人次。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一

数字创下了自线路开通以来的

历史新高。

然而，自那以后，官方并未再

公布4号线的客流情况。但依据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数据速报，昆明轨道交通的

客运强度一直未能达到预期。数

据显示，今年以来，昆明轨道交通

的客运强度一直在每日每公里

0.5万人次左右，其中，客运强度

最高的月份，每日每公里的客流

量为0.54万人次，而客运强度较

低的月份，这一数字更是降至每

日每公里0.44万人次。

记者了解到，国务院曾对新

建地铁的客流作出要求，新建地铁

初期的客运强度应不低于每日每

公里0.7万人次，远期客流规模应

达到单向高峰小时3万人次以上。

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昆

明地铁的客运强度没有达到上

述要求。

“地铁客运强度是衡量轨道

交通运输能力的重要指标，它反

映了单位长度轨道上每日的载

客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线路或网络的运营效率。”业内

专家指出，地铁运行强度的计算

基于线路日均客运量与线路运

营长度之比，该指标不仅关系到

地铁系统的可持续性，也是地铁

建设的基础门槛之一。

“地铁客流量主要取决于城

市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人口

数量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上

述业内人士表示，地铁造价高

昂，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客流作为

支撑，就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更

难以产生运营效益，甚至会进一

步陷入亏损的无底洞。

客运强度未达预期

昆明地铁4号线运营方债务高企净利暴降

从股权结构来看，云南京建轨

道是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设计”，

01599.HK）的子公司，后者隶属于

北京城建集团。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曾用名：北京城建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58

年，2013年10月更名为北京城建设

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14年7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城建设计披露的信息显示，城

建设计是国内市场份额最大、最具

综合实力的城市轨道交通总体总包

设计单位，截至 2023 年年底，公司

承担了全国 41 个城市、203 条城市

轨道交通线路的总体设计任务，通

车总里程 2394 公里。尽管城建设

计持有云南京建轨道 78.28%的股

权，但未纳入合并范围。主要系云

南京建轨道公司章程约定政府方代

表有一票否决权，所以城建设计方

面不享受控制权，不纳入合并范围。

城建设计的年报显示，云南京

建轨道的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建

设和运营维护。其主要业务有，昆

明轨道交通4号线的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B部分）的建设管理，以及4号

线运营相关的投融资、运营管理、机

电设备更新改造、票务经营、沿线商

业物业开发、沿线房屋租赁、广告业

务以地下空间资源开发。

“参股云南京建轨道交通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有利于促进本公司增

强盈利性的需要，有利于本公司的

市场拓展和产业链整合。”城建设计

在年报中如此表示。

不过，从城建设计披露的信息

来看，云南京建轨道2023年度的净

利润比2022年度下滑明细，而2023

年度的负债总额却越来越高。

数据显示，2022年，云南京建轨

道的总资产为77.89亿元，到2023年

增长至90.42亿元。与此同时，云南

京建轨道的负债也从2022年的52.74

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64.20亿元。

而2023年度，云南京建轨道实

现营业收入9.20亿元，较2022年的

7.52 亿元有显著增长。然而，与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3 年度，该

公司的净利润遭遇了大幅度的下

滑，从2022年的1.98亿元降至2023

年的1417.02万元。

今年上半年，云南京建轨道经

营情况如何，为何会拖欠员工工

资？记者致电城建设计，接线工作

人员表示，无法转达采访相关采访

请求，唯一能做的是提供相关部门

的固定电话号码，但是该电话一直

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年入9亿元

新任董事及监事虽均经新

控股股东提名，但从简历信息

来看，近期换届后新华联董事

中仍有多名为原控股股东方相

关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对修

订《公司章程》相应提案投出弃

权票的5名董事均为新华联“老

人”，部分董事有原控股股东方

任职经历。其中，新华联现任

董事长马晨山目前仍在新华联

控股任董事。

简历信息显示，马晨山于

2018 年 1 月起任新华联控股党

委书记、董事、常务副总裁，2020

年 1 月至今任新华联董事长。

工商信息显示，目前马晨山仍

任新华联控股董事。

杨云峰也于 2005 年 1 月至

2006年12月任新华联控股总裁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在新华联

任职方面，杨云峰于2011年5月

至2022年2月任该公司副总裁，

2019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2022 年 2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

长、总裁。

苟 永 平 于 2003 年 9 月 至

2011 年 6 月历任湖南燃气工程

部经理，青海格尔木新华联燃

气总经理，乐都新华联燃气董

事长，湟中新华联燃气总经理，

北京新华联燃气副总经理等

职。2011年还先后任西宁新华

联地产项目筹备组组长及西宁

新华联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

理。2012年11月至今兼任西宁

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新华联任职方面，苟永

平2014 年2 月任公司助理总经

理兼西北大区总经理，2016年4

月至 2019 年 12 月任公司副总

裁，2019 年 12 月至 2022 年 2 月

任公司总裁，2020年7月至今任

公司副董事长。

蒋赛则于2000年后历任新

华联集团审计稽核部审计主

管、集团首席财务官、首席审计

官、监事会主席等。2022年5月

至今则担任新华联独立董事。

另一名投弃权票的董事张

建则于2011年5 月至今任新华

联董事。

与之相对应，另外4名投赞

成票的董事均于今年 6 月份换

届后新任新华联董事。其中，王

赓宇现任北京华软盈新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软盈

新”）董事长，盈新科技董事长，

当前为新华联实际控制人。

实际上，此次增加董事会

人数事项也源于新华联重整一

事。该公司监事会指出，2023

年8月，新华联与华软盈新及破

产 管 理 人 签 署《重 整 投 资 协

议》，协议约定，重整完成后新

华联董事会人数将由 9 名修改

为 11 名。此后，华软盈新的全

部合同权利及义务已由盈新科

技继承。

由此，新华联监事会认为，

公司董事会未审议通过上述控

股股东相应提案，有违公司签署

的《重整投资协议》之约定，提请

相关董事注意可能对公司造成

的不利影响。对此，也有董事提

出不同意见，如杨云峰投出弃权

票时认为，《重整投资协议》未对

董事调整时间进行约定。

弃权董事均为公司老员工

记者致电云南京建轨道人力资源部，该部门工作人员称，目前已经不再拖欠，“已经补齐了”。

城建设计披露的信息来看，云南京建轨道2023年度的净利润比2022年度下滑明显，而2023年度的负债总额却越来越高。

昆明地铁4号线自开通初期就因客流量较少而受到网友的广泛关注。

自开通初期就因客流量较少而受到网友广泛关注的昆明地铁4号线，近期又因欠付员工

工资受到关注。 视觉中国/图


